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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李
伟红） 国家主席习近平 14 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着力挖
掘双方各领域合作潜力，提升中克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保持高层交
往，密切政府、立法机构、政党间各
级别交流对话。克罗地亚是“一带一
路”沿线重要国家，区位优势明显，
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双方要探讨两国
发展战略对接，更加积极参与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着力挖掘双方在能
源、交通、工业园区、金融、通讯、
农业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地助力双
边关系提升。双方要加强文化、教
育、体育、旅游、地方等人文合作，
筑牢双边关系民意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克罗地亚

积极致力于中欧关系发展，愿同克方
一道推动中欧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更好更快发展。中方关注近期在欧洲
和地中海发生的难民问题，对有关难
民的处境表示同情，赞赏包括克罗地
亚在内有关国家积极安置难民的努
力。中国政府将再向有关国家的难民
提供一定数量的援助，以帮助缓解人
道主义危机。

基塔罗维奇表示，克方感谢中方
多年来对克发展给予的宝贵支持。克
罗地亚已正式加入欧盟，支持发展更
加密切的欧中关系，愿成为中国在欧
盟内的友好伙伴，愿积极参加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克方赞赏中方为解
决中东难民问题所作积极贡献。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
门外广场为基塔罗维奇举行欢迎仪
式。

日军战车疯狂地炮击南京城；
遭受欺凌后痛苦万分的妇女；水塘
中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这
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名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所展
现给人们的一幅幅画面。

上述档案资料的每一组都是
侵华日军罪行的铁证。然而，铁证
进入世界记忆名录，却激怒了日本
政府。

在千方百计阻挠中方申遗失败
后，日本祭出了“杀手锏”：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一天三次声称，日本政府
考虑停止或减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提供经费，执政的自民党还就此提
出决议。日本首相安倍也对中方申遗
表示“遗憾”。

对《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日
方如此大动肝火，甚至胁迫有关国
际组织，实在匪夷所思、令人惊讶。

中方此次申遗，合情合理、合
法合规。对此，不妨看看事实：

第一，从申遗程序上看，中方
提交的有关申报材料符合世界记

忆名录的评审标准，申报和审议程
序符合教科文组织及其国际咨询
委员会的规定。

第二，从档案真实性看，申报
材料均属原始档案，经过中方多个
历史档案馆严格筛选、甄别，经过
教科文组织有关委员会的慎重讨
论和研究。

第三，从申报意义上看，档案
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有助于对这段
人类伤痛记忆的保护与研究，对维
护世界和平、捍卫人类尊严具有启
迪意义。

上述档案中唯一一组视频史
料，是当时身在南京的美国牧师约
翰·马吉拍摄的长达 105分钟的视
频。在其中一个画面里，一个身中30

多刀的孕妇满身是伤、奄奄一息。她
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
英。据报道，李秀英在2004年临终前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要记住历史，
不要记住仇恨”。

铭记历史，并非延续仇恨。这是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人们经
常听到的一句话。

然而，在中方强调坚持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的时候，日方却极力掩
盖历史、无理纠缠。

对于中方申遗，日方之所以
如此恼羞成怒，不惜迁怒于国际
组织，显然是“事出有因”：申遗
戳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及其主导的
日本政府的痛处，让他们对日本
的侵略历史欲盖弥彰。

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
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面
对事实，日方不是勇敢面对、深刻反
省，而是百般狡辩、诋毁中方，还冠
冕堂皇地说什么有关国际组织应保
持“透明度”“公正性”“中立”。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到了如
此是非不分、大言不惭的地步，当然
也是“其来有自”：实质上是日本错误
历史观几十年来不断累积、发酵、渗
透的恶果。屡屡否认、美化侵略历史，
参拜靖国神社，却不以为耻，并堂而皇
之地对别国铭记历史的做法“质疑”

“抗议”，日方有关言行充分表明了其
不愿正视历史的错误态度。

日本这样做，只会让历史污点越

描越黑，让历史包袱越背越重。
日本这样做，正好给世界提供

了进一步了解日本侵略历史和右倾
化趋势、看清日本当今消极军事安
全动向的机会。

也正是因为如此，国际社会
应当让 《南京大屠杀档案》 在世
界上广为传播，让历史事实剥去
日本的掩饰面具。

英国诗人乔叟说：“若把黑白
和善恶放到一处，相形之下，彼此
才可见分明。”《南京大屠杀档案》
及其申遗过程，就像一面镜子，在
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大是大
非问题上，照出了当今的日本究竟
是怎样一个国家。

世人难欺，正义必胜。历史
问题耍不得无赖！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14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农村及偏
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部署加快发展农
村电商，通过壮大新业态促消费惠民
生；确定促进快递业发展的措施，培
育现代服务业新增长点。

会 议 决 定 ， 加 大 中 央 财 政 投
入 ， 引 导 地 方 强 化 政 策 和 资 金 支

持，鼓励基础电信、广电企业和民
间资本通过竞争性招标等公平参与
农村宽带建设和运行维护，同时探
索 PPP、委托运营等市场化方式调
动 各 类 主 体 参 与 积 极 性 ， 力 争 到
2020 年实现约 5 万个未通宽带行政
村通宽带、3000 多万农村家庭宽带
升级，使宽带覆盖 98%的行政村，
并逐步实现无线宽带覆盖，预计总
投入超过 14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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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记
者谭晶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14 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前来参加亚洲政党
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格鲁吉亚议长乌
苏帕什维利。

本报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赵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14日在京分别会见前来出席亚

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的老挝人革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主席巴妮，印尼
民主斗争党总主席、前总统梅加瓦蒂。

本报新加坡10月14日电（记者
余懿春） 10 月 12 日至 14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应
邀访问新加坡，分别会见新加坡总统陈
庆炎、总理李显龙、副总理张志贤、副总

理尚达曼，并与张志贤共同主持中新双
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苏州
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和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八
次会议。

张德江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刘云山分别会见老挝和印尼客人

张高丽访问新加坡主持中新双边合作机制会议

历史问题耍不得无赖
■ 华益文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
话。今日，这篇重要讲话公开发表。

习近平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文艺
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
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
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

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
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
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
魂，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加强
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

日前，中国明代万里长城最西端的嘉峪关
完成关城的保护修缮，全面向游客开放。

嘉 峪 关 关 城 始 建 于 明 洪 武 五 年 （1372
年），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地。由于年久失修和风化侵蚀，几十年
间嘉峪关关城土木结构建筑出现不同程度地基
下沉、墙体开裂。2011年，我国启动嘉峪关文
化遗产保护工程。

图为10月14日，游客在嘉峪关城楼外参观
游览。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世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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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4日电 （记者王
希） 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9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
1.6％，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1 至 9 月
平均，CPI上涨1.4％。

9月份

CPI同比上涨1.6％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4日电 （记者高
敬） 国家工商总局 14日公布数据，今年前
三季度，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 1065.5 万
户，注册资本 （金） 20.7 万亿元，比上年
同期分别增长15.8％和40.9％。其中，新登
记企业315.9万户，同比增长19.3％。

截至 9 月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7511.3万户，比 2014年底增长 8.4％，注册
资本 （金） 162.6万亿元，增长25.8％。

前三季度

新登记企业同比增19.3%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文化向心
力、文化辐射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学
生选择到中国留学。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经
超过法国，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
大留学生输入国。

其实，新中国从成立之初便接受来华留学
生。到目前，来华留学生数量已从最早的几十
人，发展到2014年的37.7万人；生源国从最初
的3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到203个国家和
地区；从只有清华、北大等少数高校接受外国
留学生，发展到现在的775所高校、科研院所
和其他教学机构……

中国，正像一个磁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有识之士，“留学，到中国去！”成为许许多多
各国学生的主动选择。

中国能量，撬动留学版图

“我选择来中国，因为我已经在我的国家学
了一点儿汉语，也对中国特别有兴趣。我选择
国际贸易学专业，因为对我来说中国的经济非
常强。”站在记者眼前的这位澳大利亚男生酷爱
中国文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叫贺默修，目
前正在北交大攻读博士学位。他说：“现在我有
一个中国女朋友，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家庭，或
者回国在一个澳中贸易公司工作。”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的快速发展撬动了
传统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版图。随着中国国力
增强，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选择攻读学位
课程。

“在亚洲，72%的非日韩来华留学生选择攻

读学位课程。”来华留学网负责人介绍，这是因
为除了日韩，中国相较其他亚洲国家，在教育
资源、水平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留学成本也
比欧美低得多。

非洲是中国的老朋友，高达 84%的非洲来
华留学生将攻读学位定为自己的求学目标。这
一点不难理解。“中国对非投资增长势头迅猛，
2003—2013年间增长50倍，中非经济往来日益
密切。

中国魅力，吸引全球才俊

今年26岁的朴俊炯来自韩国大田市，已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留学 3
年。“那时还在上高中，看到新闻里总是报道中
国发展很快，经济日益强盛，旅游业非常发
达。”这个韩国小伙子还记得当初作出决定时的
情景，“更吸引我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有着几
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

“早些年，只有想当汉学家的人才来了解中
国文化，其他人根本不了解、不关心。”忆往
昔，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程爱民唏嘘不
已，“现在不一样了，中国日益强盛，经济快速
发展，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强。”

为什么选择中国？新加坡留学生林丽清的
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中国文化的魅力。”她正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攻读博
士。初中时，一周两节的中文课上，她被“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等中文名言警句深深吸引，“读
来琅琅上口，短短一句话包含着很多内涵，中
国文化太有意思了！”

中国儒家文化对东南亚国家影响颇深。近
年来，该地区来华留学有异军突起之势。以泰
国为例，10年间来华留学人数增长近6倍。

中国前景，集聚人才宝库

不久前，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去英国
访问，遇到一位特殊的“学生”。这位“学生”
是英国的外交官，曾经在南京大学培训外交人
员的班上学习。他热情地告诉张异宾，希望英
国城市和中国城市有着更多的交流。

历数来华留学生的名单，会发现很多熠熠
生辉的名字：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埃塞
俄比亚总统穆拉图、泰国公主诗琳通、约旦公
主拉娅……据不完全统计，从中国毕业回国的
留学生中，有40多人次在本国担任了副部长以
上职务，有近百人先后任驻华大使、参赞等，
还有一些人成为著名学者教授和大企业家，更
多的则是本国建设的宝贵人才。

林丽清的希望是从中国博士毕业后，回
到国内当一名大学老师。“我要把中华文化传
播出去，把最打动我的中国智慧传播出去”。
林丽清现在就跃跃欲试，她笑言：“新加坡朋
友家有个 4 岁的孩子，我见到她，就要教她
一撇一捺的中国字，还教朋友夫妇背中国历
史表。”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随着中国逐步
融入世界，一批又一批的来华留学生像一颗颗
种子，学成毕业回国后，不仅推动了本国建
设，也将中华文化带回去、然后散播开来；不
仅增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相互理解，也提升了中
国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影响。


